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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王志学 通讯员 张振东 张振华 阮琛
琛 报道）在3月22日召开的“滨州对
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启用新闻发
布会上，我市“滨州对虾”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正式启用。发布会为沾化
滨海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等 6 个全市
首批“滨州对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授权使用单位颁发《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准用证》。

至此，“滨州对虾”已通过有机
认证1个、绿色食品使用标志认证5
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28个，“博兴
对虾”通过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仅“三品”认证生产面积达3.8万
公顷，年产量 5.2 万吨，产地认证率
达到71%。

对虾是滨州市渔业的主导优势
品种，在全市渔业发展中占据着不
可替代的位置。近年来，我市海洋
和渔业部门围绕推进海洋与渔业新
旧动能转换和打造畜牧水产千亿级
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立足滨州市
对虾资源和产业优势，不断加大政
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推动全市对虾养殖产量和效益全面
提升。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全市对虾
养殖面积、产量和技术等均在全省
达到领先水平。2018 年，全市对虾
养殖面积80万亩，年产量10万吨，占
全省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稳居全省
第一。我市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

“滨州对虾”具备身长、肉美、壳薄、
体肥等特点，丰富的营养和良好的
口感使其深受消费者喜爱，“滨州对
虾”的名气逐步打响。

“滨州对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第1616期商标公

告正式发布。据了解，“滨州对虾”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范围
是北纬 37°22′、东经 118°02′，
主要分布于滨州市滨城区、沾化区、
无棣县、博兴县、北海经济开发区境
内。“滨州对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的注册，对充分发挥商标品牌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面提升我市
对虾产业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意义
重大。市渔业主管部门也可通过对
商标使用的监管，进一步规范生产
经营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我
市对虾产业绿色健康发展。

“滨州对虾”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启用新闻发布会的召开，标志
着“滨州对虾”品牌打造工作正式启
动。接下来，市渔业主管部门将紧
紧围绕“经略海洋”“海洋强省”“海
洋强市”战略方针，继续做大做强滨
州对虾主导产业，推进沾化科勒海
现代对虾种苗繁育中心建设，争取

在2019年使全市繁育优质对虾苗种
达到300亿单位以上，打造滨州南美
白对虾种业中心。同时，发展对虾
多品系养殖，积极开展南美白对虾、
斑节对虾、罗氏沼虾、脊尾白虾等不
同品系对虾养殖示范和推广，推动
对虾产业多样化发展，并借此契机
发挥品牌带动效应，推动“滨州对
虾”“无棣卤虫卵”“沾化虾酱”“沾化
虾皮”“麻大湖毛蟹”等逐步成为全
国知名品牌，构建滨州现代渔业品
牌发展新格局。

“滨州对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启用
全市渔业迎来品牌战略推进新契机，有利于构建现代渔业品牌发展新格局

申请使用“滨州对虾”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申请人应向滨州市渔业协会
递交《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
书》。滨州市渔业协会自收到申请人提
交的申请书后派人对申请人的产品及
产地进行实地考察，综合审查后作出书
面审核意见，于15天内完成审核工作。

“滨州对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
用许可合同有效期为两年，到期继续
使用者，须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前30天
内向滨州市渔业协会提出续签合同的
申请，逾期不申请者，合同有效期届满
后不得使用该商标。

如何申请使用“滨州对
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滨州市渔业协会是“滨州对虾”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理机构，具体实
施下列工作：负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使用管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组织、监
督按规定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负责对
使用“滨州对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
品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管理；对使用“滨州
对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品质量进
行监督检测；维护“滨州对虾”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专用权；协助商标行政管理部
门调查处理侵权、假冒案件；对违反使
用规则的经营者作出处理。

“滨州对虾”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的管理机构职能

相关链接：

3月21日，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2019 成都春季糖酒会) 百届盛
典正式拉开帷幕。延续“绿色、健
康、创新、时尚”品牌理念，在中国
粮油行业盛名已久的长寿花食品
再推新品，为这场中国食品行业的
头等盛会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健康厨房产品大秀。

开展首日，长寿花食用油、调
味品、粮食产品等系列产品全线亮
相，重磅推出的长寿花浓香玉米油
等多款高端战略新品，以其风味独
特、品性出众、设计时尚，赢得广大
客商的热切关注，成为此次糖酒会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滨州日报/滨
州网通讯员 刘晓丽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张海鹰 徐海霞 报道）连日来，无
棣牧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联合社组
织大型机械在常家苜蓿基地春耕春
播苜蓿。据了解，今春该农机合作社
将播种苜蓿1000亩。

无棣牧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联
合社成立于2015年，由72家法人社
员与 440 名自然人社员组成。联合
社自成立以来，大胆创新社会服务模
式，在农机服务、土地流转、农资配
送、信用互助及相关联的农技服务业
务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先后流转土
地 10000 余亩，建立高标准小麦、玉

米、棉花及苜蓿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基地3个，走出了一条带领群众致富
的新路子。2017 年，该农机专业合
作社通过种植苜蓿落实“粮改饲”的
先进经验被央视《新闻联播》进行了
重点报道。

近几年，无棣县通过草畜一体化建
设和牧草业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了种植
业与二三产业融合，苜蓿生产实现了规
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年可以刈割苜
蓿4-5茬，确保了牧草的质量和品质。
截至目前，该县苜蓿种植面积近7万亩，
年产苜蓿干草8万余吨。

无棣今春播种苜蓿达1000亩

亲近大自然,体验采摘游。3 月
24 日，山东省省级示范合作社阳信
县翟王镇聚隆合作社的福中禄生态
园里，几名游客在草莓大棚里采摘、
品尝草莓，感受春天的气息和田园风
光。一位女游客高兴地说：“虽然到
了采摘晚期，但草莓还是一样甜!”

据了解，聚隆合作社理事长贾兆

洪在贾家、翟王等村共流转土地近千
亩,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生
态循环农业，生产的无公害果蔬绿色
食品获得中国绿色健康食品认证，深
受市场欢迎。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林世
军 王建 摄影）

今春，无棣县围绕“创森”这一主
题，在县域东北部高标准打造了柳堡
镇俊棣生态林场（岳里村南）工程。
该工程采取政府流转土地，提供政
策、技术扶持，由种植专业合作社承
包造林的模式开展，规划建设面积近
6000亩。

目前项目规划、土地流转、平整、
打点、挖坑等工作已全部完成，现已
栽植胸径 6 厘米以上高标准白蜡苗

木2000余亩，预计4月中旬将全面完
成苗木栽植工作。

据了解，该县已建成 500 亩以
上乡村林场 3 处，规划 500 亩以上
乡村林场 2 处，完成成片造林 2.68
万亩，新建农田林网 1.7 万亩，干线
道路绿化 60 公里，水系绿化 35 公
里，村庄绿化 20 个，发展林下经济
6500 亩。（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士东 摄影）

盐碱地上种出精品林场

亲近大自然 体验采摘游

百届糖酒会上百届糖酒会上
长寿花食品强势吸粉长寿花食品强势吸粉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员
魏娟 报道）日前，在水利部公布的第一
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
中，邹平市榜上有名。这标志着该市节
水型社会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自 2004 年被水利部确定为山东
省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县以来，该市

立足资源型缺水、发展性缺水的实际，
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节水型社会
建设途径，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
针，通过完善节水管理制度体系，建立
高效有序的工作机制，大力推进节水
型社区建设，提升水资源信息化建设

水平，深入开展群众性的节水宣传，各
项节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
该市管灌、喷灌、微灌、水肥一体化等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得到大力发展，工
业节水生产工艺和设备不断转型升
级，并涌现出一大批节水示范单位，全
社会节水意识显著提升。

截至2018年底，邹平全市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率已达到 85%以上，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近45万亩，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达到 0.65，居民家庭生活节
水器具普及率已达 95%，城市用水装
表计量率达到100%，在全社会营造起

“知水、节水、护水、亲水”的浓厚氛围。

邹平上榜水利部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
全市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近45万亩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讯员
樊新 报道）“你看看这炉火多旺啊！
一点也不冒烟，做饭、烧水、照明、取暖
都能用，既环保又省钱，我这养猪场几
乎闻不到粪味了。”近日，惠民县清河
镇丁庄村一养猪户高兴地说。

自从畜禽污染源整治活动开展以
来，清河镇全面展开污染源清理、治理

工作。首先对辖区内的养殖户进行彻
底摸排，为每户养殖户建立了问题档
案，详细记录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和方案，对每一个养殖户的粪污处理
设施运转情况进行动态化管理，对整
改不到位、整改拖延期限的则根据给
予相应处罚。

据了解，该镇有养殖专业户30多

家，散养户100余家，养殖户每年约产
生10000余立方米的畜禽粪便。怎样
处理好养殖与粪污污染的关系，正确
引导群众生态健康养殖增收成为焦点
问题。为此，该镇充分利用畜禽粪便
建沼气池，不仅能变废为宝，给养殖户
带来额外的收益，还能解决困扰人们
的污染问题。

目前，该镇 30%的养殖户用上了
沼气池、沼气袋。据统计，一年下来，
使用沼气池发电取暖等，能给养殖户
节省电费 1000 余元、燃气费 2000 余
元。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推广建设沼
气池，力争让所有的养殖户用上沼气
池。

变粪污污染源为清洁能源

清河镇推广建设沼气池变废为宝
为进一步凝聚巾帼力量，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引领“庭院美、家庭
美、村庄美”的美丽新风尚，3 月 22
日，惠民县李庄镇组织开展巾帼志
愿者服务队授旗仪式及美丽乡村巾
帼行动专题会议，在全镇上下掀起
妇女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高潮。

下一步，李庄镇将进一步加强
舆论引导，积极组织妇女开展美丽
乡村观摩活动，开展“新农村新生活
新农民”培训，不断提升妇女文明卫
生意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段雨
娇 陈永广 曹蕊 王华英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通讯员 郭庆昌 报道）3月22日，全市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建培训班在中
国邮储银行滨州市支行举办。培训
班特邀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
处资深专家赵海军授课。

培训班上，赵海军以“农业产业
化联合构建与龙头企业融资模式创

新”为主题，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
建、运行、支持体系等方面作了深入
讲解。

培训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促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发展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一方面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联合合作提供了一个制度
框架，通过“公司+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组织模式，让各类经营主体
分工协作，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发
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通过龙
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紧 密 合 作 ，打 通 从 农 业 生 产 向 加
工、流通、销售、旅游等二三产业环

节连接的路径，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通过提升农业产业价
值链，完善订单保底收购、二次利润
返还、股份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示
范带动普通农户共同发展，将其引入
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同步分享农业现
代化成果。

全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建培训班举办

凝聚巾帼力量 共建美丽乡村


